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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家的老宅前有一棵老槐
树，粗壮的树身得几个人伸出胳膊才
能搂住。当年这棵古槐曾是他们村子
的一个地标，进了村，人们找不到谁
家，就会说，离村里大槐树不远。我小
时候就常在那棵大树雄伟的树冠下
和表姐表哥们玩耍。古槐伴着我们成
长，那些与古槐有关的记忆，至今在
我的心头鲜亮如初，难以忘怀。

春天一到，这棵古槐就成了鸟
儿的乐园，在树下可听鸟语、能闻槐
香。慢慢地，满树的槐花就开了。于

是我们拿着长钩子，端着长梯子，就
奔槐树去了。采摘槐花则成为我们
这帮碎娃的工作，采集够一定数量
后，大人便选择收集，然后淘洗、晾
干，之后拌上面粉，上蒸笼蒸了，味
美的槐花麦饭就做成了。那段日子，
这种美食成为农家一道美味佳肴。

夏日，烈烈阳光炙烤着大地，
无论大人小孩，不堪暑热。古树硕大
的树冠下面成了避暑的好去处，地
上铺个凉席，娃娃们抢着坐。二舅爷
则搬出躺椅，抽着烟锅子，饶有兴趣

地给娃娃们讲古今。每到中午饭时，
大人们也会拿着马扎端着饭碗到树
下吃午饭，并惬意地说着闲话。晚饭
后，在树下的凉席上坐满了大人，手
里拿着蒲扇，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
高亢的秦腔，直到夜半时分，大人才
叫醒熟睡的娃娃们陆续回家休息。

深秋时节，古槐树上的其他鸟
儿少了，但喜鹊却多了，它们从远
处衔着树枝，飞到古槐树的高处枝
上搭起了它们的安乐窝。待窝搭
起，便已经是冬日来临。

古槐树一直都在，它曾经伴着
姥姥、舅舅几代人一起走过。如今，
姥姥舅舅都相继离世了，古槐还依
旧郁郁葱葱。直到去年，有一个西
安人要收购这棵古槐树，说要移栽
到西安的一个著名景点里。最后表
哥拗不过他的诚意，同意出售。之
后那些人开着挖掘机、汽车，用了
一天时间，七八个人一起行动，终
将树枝剪掉，树身连根挖起，装进
大卡车，绝尘而去。

古槐树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好
在它的生命还未消失，它只不过是
换了一个环境，仍然在一个遥远的
都市里体现着它的价值，扮美着人
们的生活。一想到这，心里便会为
古槐精彩的生命而感到欣慰。

乐在棋中
◎李惠娟

空闲时下下象棋，是一项益智
的娱乐活动，因此深受很多人的喜
爱，并乐此不疲。

早先时间，每天下午下班，老
公就去附近一家单位的门房里下象
棋。下起棋来，他经常就忘了时间，
家里做好的晚饭热了又热，女儿去
叫了一回又一回，有时惹得女儿眼
泪汪汪。他回来最晚的一次，已是夜
深人静，时针指向深夜一点半。       

如今的棋摊，单位门房里绝

对没有了，大多移到
小商店的门口，老板
每天摆好桌子椅子，
静候下棋的人光临，
这 样 也 能 给 他 带 来
生意。

老公说他常去的
那个棋摊已经有好多

年了，人气很旺。每天
上午十一点多开始，晚上

十一点多才结束。下棋看棋
的上至八十多岁的老头，下到十

来岁的小孩子。常到棋摊的高手有
好几个，但高手们往往不上场，只观
看，少支招。而相反那些只看半步棋
的“半桶水”则不停吵吵嚷嚷。     

一个下午出去办事，路过老公
下棋的那个棋摊。只见他坐在桌子
的一方，周围站了一圈人观看，大家
都专心致志盯着中间的棋盘，基本
很少抬头。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
个个像大雁一样伸长了脖子，尽量
看着里面的棋盘，嘴里还不停发表
着各自的意见，吵吵嚷嚷。更有甚

者，越俎代庖，拿起棋子就替人走了
起来。还有围观者因评判战事而发
生争执，互相争得面红耳赤。待新局
一开，立即闭口，继续开战。 

这棋盘是战场，棋摊就是个小
社会。有时候，一个毛头小伙，大杀
四方，让高手和老手纷纷铩羽而归，
真印证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
古话。

如今，老公迷上了象棋手机版，
整天见他盯着屏幕征战。多年受他
的熏陶，我也在抖音快手上关注了
几个下棋的播主。下棋的播主们多
数分享前一天的直播战况，对棋局
进行复盘。爱好象棋的人全国各地
都有，甚至还有外国人，如洋媳妇阿
丽娜。        

下棋就是战争缩影版，一场
战争有胜负，也有握手言和，好比
象棋中的和棋。下棋中的乐趣，仿
佛一场激战，一招可以力挽狂澜，
一招可以反败为胜。象棋的最高
境界其实是和棋，好比战争的最
高境界就是“和平”。

在网上看到一则匪夷所思的
新闻曾引爆了中国象棋界——印度
竟然向联合国申遗中国象棋，而且
已经申报了 6 次，虽然次次都被驳
回。象棋三十二个棋子，上面均用汉
字注明，印度人能认识全不？印度
申遗中国象棋，实在好笑，他们为把

“中国象棋”据为己有，煞费苦心，但
终将打错如意算盘。

中国象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瑰
宝，应该在青少年中发扬光大。          

2001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就联合发文，鼓励在学校开展象
棋在内的三项棋类活动，开发智
力，陶冶情操，增进友谊，让学生远
离校园暴力及各类网络游戏。通过
下棋，培养孩子守纪律、遵规则，养
成懂礼貌、尊重对手的好习惯，还
能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锻炼
他们顽强的意志品质。

让我们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一
起来下棋吧，让更多的下棋者参与
到博弈生活的乐趣中，共同享受象
棋带给我们的欢乐，乐在“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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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谜一组

1. 昔日一别重相逢

2. 喜夺首功闻佳音

3. 一入关中成王业

4. 解释之后心知晓

5. 恩人点滴当挂心

李毅 作
6. 进门巧破无头案

7. 双双紧跟党中央

8. 职位变动要用心

9. 湖畔相逢诉乡音

10. 携手之后贡献大

谷银宝 作
11. 一去交大有变化

12. 争先恐后翻山忙

13. 谎言已破心上惊

14. 尽弃前嫌出手帮

15. 前线来电方相会

安丽华 作
上期谜底 ：
1. 读博   2. 卦   3. 蒂   4. 五台山

5. 咖喱   6. 桂   7. 去   8. 大豆

9. 花盆          10. 用工通知书

11. 美术 12. 不小心      13. 点不清

14. 首发上场    15. 花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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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同号）

 （王商君整理）

同题作联
植树节

汗水宏图约春过；

绿洲碧海随梦来。

 （于聪社）

育绿培红，装点江山千里秀；

栽花植树，增添岁月四时春。

（宋伟萍）

植绿描画图，八分春色归柳浪；

寻声有天籁，四面鸟鸣起杏园。

（蒲朝阳）
种落荒原，苗栽旷野，江山一望千层绿；

繁花布景，胜境怡人，秀色无边满目春。

（陈茹洁）
全民植树，众手造林，乐向人间添胜境；

大漠披青，秃山裹绿，甘为后代种福荫。 

（牛宗明）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抗击疫情

悬联求对

出句 ：
何处赏春，崖畔黄花河畔柳         （李飞）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鸢舞风和，欢声尽向碧空去          （周宇）
应对 ：
燕歌春暖，瑞影长依青树来      （赵禄蕙）
柳扬雨润，笑语皆朝青水来      （张   涛）
蛙鸣蝉伴，笑语常随青夜来      （任一凡）
桃娇李艳，春色争将粉面匀      （燕小燕）
凤翔云伴，瑞运常随紫气生      （高有望）
梅开蜂醉，春色俱从诗境裁      （胡广勤）
莺飞草长，笑语总从春讯来      （雷晓力）
烟升日暖，芳梦皆从玉野来      （王小红）
燕歌春暖，秀色多从红雨来      （乔文祥）
鱼翔水秀，笑语皆环幽谷鸣      （李骥龙）
莺飞草长，候鸟总随春步来      （武列霞）
燕鸣雨润，春曲皆从荒陌来      （卫剑刚）
燕穿柳幕，妙啼常随云朵飞      （卢小成）
花开春暖，丽色多从香径来      （樊秀宁）
国强民富，笑靥皆为盛世开      （郭建平）
神开意动，佳句皆从静悟来      （仵晓静）
花香鸟语，美景常从盛世来      （刘其会）
燕穿柳动，靓影常随绿浪飞      （朱端人）
心驰天阔，绮梦同随金线升      （杨亚平）
燕歌雨润，美画皆从田野来      （李小江）
莺啼雨润，春意常从崖畔生      （张少兵）

 （王商君整理）

荠菜
若论早春餐桌上哪个蔬菜新

鲜，毫无疑问，荠菜拔得头筹。
春日来临，关中大地上的冬小

麦积蓄满秋冬两季的精华，叶片油
亮泛着青绿，在春风和暖阳里疯
长。田野的麦苗间探头共生的多有
荠菜，荠菜大多覆于地表，状似莲
座，叶片锯齿大小不一。

《 诗 经. 谷 风 》记 载“ 谁 谓 荼
苦，其甘如荠”，道出了早春的野菜
香过大鱼大肉的道理。

新鲜的荠菜最适宜包饺子。洗
净，快速焯水，沥干，不用切得太
碎，保留茎叶的嚼劲，配入适量大
肉，肉要肥瘦相间，做成馅料，这种
馅的饺子煮熟出锅之后，浑圆饱
满。嫩爽清香的荠菜浸透着油脂的
醇香，幻化出丰腴的滋味儿，一口

下去，犹如含住了整个春天。
鲜食荠菜凉拌也很讨喜。用盐

水焯熟装盘，不用过多调料，仅放些
许小葱，滴两滴酱油提味，佐上白芝
麻增色，热油一浇，佳肴即成。正所
谓“大味至淡”，还原食物的本真。

荠菜生长的时节大概月余，之
后就会开花，叶子也逐渐从四周向
中心渐渐变老，这个时候的荠菜就
吃不得了。若是还惦记着，只能静
待明年了。

苜蓿
作为餐桌上的舶来品，苜蓿在

蔬菜里的地位历来不俗。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

从大宛引入苜蓿这一新物种，最早
这份鲜美仅作为皇室贡品。许多年
后才得以被平民化广泛食用，也做
牛马草料。       

苜蓿多为紫花，气味芳香，盛
夏尤为招蝶。唯有早春时节，草木
复苏，苜蓿生发出头茬新芽，一拃
来高的翠嫩最是引人馋涎欲滴。

好的食材总会唤醒人最原始
的味蕾。苜蓿被巧妇们拌凉菜、包饺
子、蒸麦饭、卷春卷……各色各样。
用新鲜苜蓿做的菜馍，配上辣椒蒜
汁调制的蘸汁，入口鲜香浓郁在口
中激烈碰撞，如千军万马奔腾，衍生
出万千滋味，回味意犹未尽。

早春时分，友人掐了苜蓿芽送
来，隔着塑料袋就看到翠生生的
绿，打开是散发着草木清香的鲜
嫩，柔柔的茎叶舒展着，无一丝一
毫的他色与杂质，绿得纯粹，心中
暗喜，是时候打打牙祭了。

香椿
春风掠过大地，缱绻桃红柳绿

的缤纷景致便竞相萌发。自然，营
养价值丰富的香椿也应时萌生在
这个季节。       

下午下班，逛逛菜市场，只见
鲜红绿翠的各色果蔬琳琅满目，透
着股欢腾殷实的真切劲儿。这时被
眼前一篮子香椿牵住了脚步，看几
株紫红色的嫩芽，盈盈一把，齐头
齐尾，束扎着细绳儿，被整理得精
致小巧。

香椿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
树的嫩芽，一般在清明前生发，谷
雨前后就可采摘。头茬椿芽，不仅
肥嫩，而且香味浓郁。苏轼曾盛赞：

“椿木实而叶香可啖。”
毫不犹豫，买了一小把。卖菜

摊的大哥说 ：这时间吃香椿拌豆
腐或者香椿炒鸡蛋，算是有口福。       

回家后认真清洗、焯水，来盘
香椿炒鸡蛋，口感微苦回甘，别有
一番风味。

草木有情，依时生发。一蔬一
食，皆在时序更替之间，挑逗着我
们的味蕾，丰盈了我们的餐桌。

时令之鲜
◎杨蓓蓓

爱如木椅
◎李柴青

时光匆匆从指尖飘零而过，
岁月就好比流水一般流逝。难得空
闲，看见门前那把陈旧的木椅，父
亲的形象骤然将我的脑海填满，他
的额头上肯定又新添了几许皱纹，
他的脊梁肯定又弯了几分。我所拥
有的父爱和这把沾满记忆的小木
椅，走过多少季节轮回。

点 点 的 阳 光 洒 在 矮 小 的 木
椅上，清晰可见的裂纹似乎在感
恩自然的恩赐，它带给我的回忆
就像阳光的温暖。

小时候，家里每天都要等到
父亲回来才开始吃饭。我和弟弟
总会坐在木椅上，望着远方，盼
着父亲的身影早点出现。父亲拖
着疲惫的身体缓慢地向我们走
来，我们便兴奋地跑过去，拿衣

服、递毛巾，开心地向屋内喊叫 ：
“吃饭啦！”父亲总会抱起我或
者弟弟，向家里走去。

长大后，每当我做错事情或
考试失利时，父亲总会坐在木椅
上沉默，他既不打我，也不骂我，
而是默默地看着我，那板起的脸
就会让人反思。

藏在木椅里的是父亲厚重的
爱。小时候在期末考试前的几个
星期，我几乎每天都在学校住，偶
尔逢周末才能回去一天。有天回
家已是下午六点多了，我走到家

门口时，看到父亲坐在木椅上，佝
偻的身子像一尊雕像。我走过去，
在他的旁边轻轻叫了声“爸”，他
让我坐下来，然后看着木椅说 ：

“女儿啊，你看这木椅，经历一年
四季，它他却没有什么变化，你也
像木椅一样永远保持本色。”我有
些疑惑，似懂非懂，他站了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写满风霜的脸
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如 今，父 亲 不 再 早 出 晚 归，
他脸上的皱纹就像木椅上的裂
纹一般。粗糙的木椅给我的是老

旧冰冷的感觉，可父亲传递给我
们的却是一股温暖的力量。他再
也抱不动我们姐弟，真想念他那
宽阔且温暖的怀抱。

后 来，想 起 了 父 亲 说 过 的
话，忽然间明白了，父亲是想让
我永远像木椅那样坚韧、无私奉
献。是啊，木椅经历了春季的潮
湿、夏 季 的 燥 热、秋 季 的 沉 闷、
冬季的冰寒，依旧保持原来的样
子。父亲的爱就像木椅那样，虽
然沉默，但温暖有力，一直守候
在我的身边。

姥姥家门前那棵古槐
◎王商君


